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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
身就是诗意的。这些个散落于民间
的老行当，经由口耳相传、实体传
承以及习俗延续，就不仅是老行当
了，除了工艺、技艺之外，还有表
演艺术、实践活动、民间信仰、民
俗庆典，也就是说，除了手艺，还
有实物和场所，由此而构成了传统
文化斑斓而迷人的恒久魅力。这些
经由时间淘洗的古旧智慧，在没有
深入其间的人眼里，是古老而古板
的，而非遗之所以成为非遗，正是
这种执拗的古板，使中华民族众多
民间智慧与精神归依得以世代相
传。

而执拗古板就是诗意的源头。
所谓执拗，在此就是执着和热爱，
对于劳作、对于生活、对于习俗的
执着与热爱，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劳累，全都转化成了收获与享
受。这种对生活的坚守，就是对大
自然的敬畏，对劳动的珍惜，由此
而形成的古板，正是沧桑岁月的诗
意赐予。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传统文
化保护传承得最好的时代。在这样
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一个有趣
的现象是，传统文化留传越多、保
护越好、活化越好的城市，越是经
济发达的城市，越是时尚而活力的
城市，因为他们有根基有养分，也
就是有家底。这些从古都古城古镇
一路走来的现代化都市，因为有着
一脉相承的精神根系和文化底蕴，
而勃发出比“文化沙漠”更强劲和
博大的创新能量。道理很简单，我
们传承的非遗等传统文化，原初就
是创新的产物，我们留传，就是在
沿袭原创的智慧和灵感。

因此可以说，一种非遗就是一

个灵感。
非遗应该是离诗意最近的存

在。但要让非遗进入诗歌，却是有
难度的挑战。佛山诗人丘英姿（樱
子）就接受了这种挑战，并且挑战
成功。

樱子从事的是对各地历史文化
挖掘、保育及非遗活化提升工作，
对此我们可以说，相较于大多数
人，诗人有着更为了解的优势，但
对于诗写来说，了解不是最重要
的，热爱、敬畏、纯粹才是。要赋
予非遗不同的感悟和同样的诗意，
非有纯粹的诗心不可，因为对于非
遗的诗写，不是图解，不是产品说
明或活动介绍，而是诗心深入浅出
的灵魂行走，这行走或许始于技
艺，却终于辽阔，一种无止境的广
袤天地，它是实的，也是虚的；它
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

佛山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的城市，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
地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遗
存，到目前，共有 15 个国家级非
遗项目、56个省级项目、131个市
级项目，分布于禅城、南海、顺
德、三水、高明五区。这些非遗以
其古老而深邃的磁力，吸引了不少
诗人的倾情诗写，我就写了十几首
非遗诗歌，感觉有点意思，意犹未
尽。

而樱子的厉害之处在于，她一
口气写了119首，将佛山大部分的
非遗都写入了她的诗歌，并集结成

《时间的剪纸》，几近佛山非遗的百
科全书了。

在这本非遗诗集里，除了人们
耳熟能详的粤剧、粤曲、秋色、庙
会、龙舟、醉狮、陶艺、西樵大
饼、龙舟说唱、人龙舞、香云纱等

项目外，还有许多如粤讴、源吉林
甘和茶等陌生项目亮相。这些非遗
项目，在诗人的诗意还原以及思想
延展中，惟妙惟肖地让乡土通感和
智慧内核一一呈现，活灵活现。

先说乡土通感。
所有的非遗，除了农耕时代衣

食住行所需之外，更是精神依靠，
都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乡土情
结，尤其遍布于乡村的非遗，乡土
味是其最浓烈的气息。比如诗人在

《疍家艇》一诗中的如是叙说：“我
目睹风拿着一把刀/一把斧头，一
把凿子/一把时间的锯齿/把季节雕
琢成风雨飘摇的家”，一下就把我
们拉回了疍家的水上家园，在水波
荡漾中，与疍家人共经飘摇风雨，
同品别样乡情。

而我之所以说乡土通感，是指
这些乡土情怀是穿越古今的，是古
往今来共通的甘苦与乡愁，把一代
又一代人的血脉紧紧相连，代代相
传，它是生生不息的质朴情感和不
朽灵感，也是代代沿袭的文化基因
——乡土通感是乡情通感也是文化
通感。

有此通感，听着苍老的粤讴腔
调时，就能生出“粤讴，嗓音沙
哑/孤独成一个瘦弱的名词”（《粤
讴》） 的感慨；而遇上舞火龙时，
则会心生“一种幸福，发出浩大的
邀请/成群结队/在厚厚的村志里，
向我招手”（《上元舞火龙》） 的
喜悦；遥想叮叮当当的敲打时，就
会怀揣对传统工艺的敬意：“拖着
长刀和铁链的江湖/在新安街的老
戏台上走走停停/瘦成古庙里的一
尊雕像”（《佛山铸造》）。

再说智慧内核。
应该说，任何非遗都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无论技艺还是习俗、表
演或是实战，老祖宗的遗留都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巧妙印记，一动
一静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是智
慧内核，更是精神内核，其强大的
驱动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
以繁衍生息，得以强盛伟大的可靠
保证。

而就非遗的诗意表达而言，诗
人与非遗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一体关系，这种精神融
合，可以是温和的：“从西南酱园
到海天酱园……/提鲜的时间/按日
夜温差兑水，兑经验/按平仄吟
诗，不押韵的我/立在西江和北江
之间/长成黄豆。酿成挂杯的头
抽”（《佛山酱油》）；可以是激越
的：“披着酒香的翰墨，思想很通
透/那一饮而尽的豪迈/删繁就简/
被酒精燃烧成一首诗/种在隔江的
海寿岛”（《九江双蒸酒》）；也可
以是凛冽的：“此刻，我在鹰爪拳
谱里流连/陡峭的秘笈/让我倒吸一
口冷气/像情绪里生出锋利的诘
问”（《鹰爪拳》）。

也就是说，诗人要演绎好诗意
非遗，不仅需要对非遗的虔诚与热
爱，因为这是在向先人致敬、为智
慧代言；更需要有一颗滚烫而冷静
的诗心，热烈而睿智地守护着非遗
承载的乡土情结和文化情怀，民间
智慧与民族密码，若此，方可无招
胜有招地进行着对诗意非遗的乡土
通感和智慧内核的情感建筑与文化
叙事。

而这，不仅对非遗，更是对所
有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与敬
意。

为樱子的努力点赞，与诸君共
勉。

“消费马车”跑起来
内需潜力放出来

王悦阳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1495亿元，比上年
增长7.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82.5%，比上年提高43.1个百分点。消费成为
带动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

2023年，“消费复苏”成为热词。从盛夏淄
博烧烤“一座难求”到隆冬“南方小土豆”勇闯
哈尔滨，从排起长队的餐饮门店到电影票房刷新
最快破百亿元纪录……“消费马车”疾驰，展现
中国大市场的活力。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
消费快速发展，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
事、国货潮品消费热点不断升温，“消费马车”
结构升级，彰显中国经济的韧性。

“消费马车”热点亮点多，得益于中国14亿
多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力支撑。无论是“刚去
黑龙江滑雪，又到海南冲浪”“春去福建学簪
花，秋到新疆玩自驾”，还是“特种兵式旅游”、
探索未知街巷的城市漫步，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蕴藏着不容小觑的消费能力。另一
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是技术创新的肥沃土壤。
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900万辆，连
续9年全球第一，我国大量新能源汽车用户数据
不仅成为企业研究的基础，也提供了车企引领科
技前沿方向的底气。“新供给”的不断涌现，培
育消费新增长点，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更多潜
能。

着眼长远，还需继续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
系。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对稳定消费市场、促进消
费恢复起到积极作用；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发
展，为恢复和扩大消费拓展新空间。也应该看
到，消费意愿与居民收入关系密切，预期稳定、
民生层面的后顾之忧少，消费潜能才能够被进一
步激发。不断优化的消费环境、日益完善的促消
费的体制机制、持续提高的社会保障能力和公共
服务水平，能够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
商品服务流通的障碍，也是老百姓能消费、敢消
费、愿消费的重要前提和坚实保障。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
户。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大、韧性强、后劲
足，锚定促消费的“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
激发消费活力，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
更多新动力。

诗意非遗的乡土通感和智慧内核
——读丘英姿诗集《时间的剪纸》

朱佳发


